
在莲池西侧设有莲池书院
专题展，进门迎面一尊塑像，不
是前边提到的任何一个人，是
刘春霖，莲池书院学生，状元。
像选得没错，能体现书院成绩
的是学生，也只能是学生。学
生成为状元，当然值得彰显，不
过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

刘春霖中状元是在 1904
年，那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当时莲池书院停办已两年。之
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保定，
莲池书院被洗劫一空。那一
年，有一位状元在莲池自尽。

崇绮，不是莲池书院学生，
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1900
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西
行，崇绮等人坐皇帝车仗南下
到莲池。崇绮妻儿在京集体自
杀，崇绮闻讯当晚亦自戕。

从皇帝、总督到山长均用
心经营制度，培养出的最优秀
学生和制度本身，在莲池书院
都走到黄昏尽头。

李鸿章曾自称是“裱糊
匠”，东补西贴将破屋装饰成净
室，但经不起风雨。他和曾国
藩的诸多努力，终究没能挽救
一个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政府。
官办书院是要为皇帝所用，“从
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一
个封闭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
政府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出
路的，而一个开放的能够代表
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才是可持续
的，才是有前途的。”（引自马平

安《晚清政治地图》）
元好问写“问世间，情为何

物”时，是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路
上，那次考试的情况早无人关
心，科举制度也结束 100 多年
了，但“直教生死相许”的句子
仍在代代传诵。

万卷楼里，贾辅抢来的书，
方观承、李鸿章拨款买来的书
都不知去向，万卷楼本身也两
次重建，但郝经、黄彭年、吴汝
纶的文章还在流传。

郝经为元好问作祭文称：
“先生虽死，文或不死，是谓亡
而不死。”书院停办了，然而书
院承续的文脉绵延不息。

1906 年，直隶总督袁世凯
在莲池书院旧址建立直隶文学
馆，以保存国粹。

1912 年，莲池书院旧址为
新建省立第二师范学堂附属小

学使用。
1917 年，齐令辰的学生李

石曾在莲池附近育德中学建立
留法预备班。湖南籍学生李富
春、李维汉、刘少奇等先后进入
学习。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918 年10 月7 日下午，毛泽东
在保定莲花池公园同李富春等
聚会。

1927 年，莲池书院学生傅
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
长。辛亥革命后他就开始大规
模收藏古书，曾赴日本收集流
失的中国古籍，藏书的质和量
同时代罕有人可比。

1936 年，河北省政府主席
宋哲元发起建立河北莲池讲学
院，“以研究国故、沟通新旧学
术、造就通材为宗旨。”

1951年，莲池文化馆成立，
保定市人民政府在困难的条件
下，筹措 25 万斤小米的折款，
修缮莲池。

1965年，孙凤章撰成《保定
古莲池史略》一书。

1986 年，国家文物局拨款
百万元用于恢复莲池书院工程。

2001 年，国务院公布古莲
花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2002年到2005年、2008年
到2009年，莲池进行了两期大
规模复原修缮，莲池十二景全
部恢复。

柴汝新2003年到莲池工作
后，很快被莲池书院丰厚历史
所吸引，潜心研究整理史料，埋
头写作，陆续编著《莲池书院研
究》《古莲花池》《莲池书院志
略》《古莲花池碑文精选》等一
系列书籍。他说，家人抱怨他
执着这事没啥“收益”，可他乐
此不疲。他亲历了莲池书院之

“形”——十二景等建筑的恢复
过程，还在期待通过与大学合
作等方式使书院之“魂”——研
究、教学、藏书等功能也能真正
复活。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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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莲池书院山长王振纲在莲池去世，李鸿章请
黄彭年接任。黄彭年到任后发现方观承拨款购置的书籍
多已散失，请示李鸿章，得银1500两，购书3万多卷。在
书院开设学古堂，组织学习科举功课之外的经史学问。来
求学者增多，教舍不够，又得李鸿章支持扩建校舍。

新校舍建成后，黄彭年对全院学生讲话称，科举应
试不是书院学习根本目的，目的是学成之后“穷则以孝
悌忠义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体现着从曾国
藩到李鸿章都宣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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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彭年还开设考据训诂之学，兼学声光化电历算之
科，今莲池内红枣坡上有六幢亭，保存着辽、金、元经幢，
是当时学生从涿州、定兴等地收集来，备作考证的文物。

莲池里有块还称不上文物的碑——昆阆院内“张
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是1986年中日民间人士
共同建立，纪念张裕钊在莲池书院招收日本留学生宫
岛大八。1887年，宫岛大八在莲池拜张裕钊为师，留
起辫子，随张学习8年，直到张去世才回日本，在日本
建立善邻书院，讲授中华文化。

张裕钊给宫岛布置的必读书中，有《曾文正公全
集》。曾国藩承续桐城派文风，但他也是洋务运动倡
导者。张裕钊执掌书院后，在继续讲授经史学问的同
时，引导学生接触西方科学。弟子齐令辰出身高阳齐
氏，家传儒学，读西方天文、数学著作后成为兼知中西
的学者，是现代名人齐如山之父。

宫岛大八在莲池书院只学了一年就随张裕钊离
开。张裕钊是无奈去职，李鸿章有意请张佩纶入主莲
池，让张裕钊回湖北老家。

莲池书院当时地位高，山长年薪白银1600两。张佩
纶是直隶人，李鸿章的红人。1888年六月初九他给李鸿
章的信中说：“各归乡里，莲翁（指张裕钊）谅亦乐从。”但
张裕钊不“乐从”，学生们也不乐意。宫岛大八记述称：

“莲池书生数千人，愤李之所为，联名谋退院，李不得已，
举师之友人吴氏（吴汝纶）代之，骚乱始得已。”张佩纶没
当成山长，却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后有个孙女叫张爱玲。

吴汝纶当时任冀州知州，主要政绩是文教斐然（后
来那一带有个中学叫衡水中学）。辞知州去当山长，别人
觉得奇怪，吴汝纶说：“因思他日告罢，未必得此佳馆，不
如仍理旧业。”这一年他49岁，这份工作一气做了14年，
柴汝新说，吴汝纶是已知莲池书院山长中任期最长的。

吴汝纶虽是李鸿章的无奈选择，但二人关系甚好，
教育理念相通。到任后，在李鸿章大力支持下，吴汝纶
对莲池书院教育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认为“科
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他否
定的是科举八股，并非古文儒学，主张坚持中国文化传
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称：“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
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
械之用，必取资彼；得其长，乃能共竞。”

吴汝纶实践曾国藩的学问主张，培养了一批文学
辞章之士，形成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北方古文重镇，
被有的学者称为“北学复兴”。与此同时，吴汝纶主持
购置西学书籍和时政报刊供学生阅读，并加以介绍引
导，说：“洋务，国之大事，诸生不可不讲。今新出之
书，有《泰西新史揽要》……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
为强事迹，最为有益中国。”

1896年，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设立西文学堂，之后
又创办东文学堂。两个学堂的创办以及购置西学书
籍等都是靠李鸿章提供的经费。学堂教学内容除了
英文和日文，还设立了外国历史、地理、政治、格致（指
物理、化学等）之学，并请来外教，如英国传教士贝格
耨、日本学者野口多内等。吴汝纶颇自得，说：“书院
中兼习西文，亦恐只莲池一处也。”

遗憾的是，西文、东文两学堂在保定存活的时间
不长。书院学生邢赞堂回忆说：“时保定风俗蔽塞，见
创此外语学校，群情早已骇怪，起而非议。比及庚子
变起，无知者更欲借以报复，生徒星散……”时距西文
学堂创立不过4年。

当时全国大部分书院都还是以应试科举为目标，
沉浸在理学或经史考据之中，在传统氛围较深厚的北
方出现莲池书院这样的教育模式，如出水芙蓉，惊艳
出场，像秋后残荷，颓然落幕。

刘春霖塑像。

清代光绪初年的《古莲花池全景图》。

莲池一景。图据保定市莲池博物馆官网

元好问留过踪，乾隆帝用过心……

莲池书院：问世间，书为何物（下）
□王文华


